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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多年来国家和高校都非常注重对创新型人才的
培养， 把研究生创新能力作为评判研究生教育质量的一项标
准。然而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制约因素是多方面的，本文着重对
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中的导师因素进行分析， 阐述导师在研
究生创新能力培养过程中的重要性。

关键词： 研究生 创新能力培养 导师因素

创新能力的培养是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关键， 然而我国研
究生创新能力不容乐观。 其创新能力不足主要表现在科研实
践参与度低、国际学术榜论文数量偏少、学术成果质量不高、
原创性成果稀少等 ［1］。 制约我国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因素
很多，但导师队伍建设是最直接、最关键的影响因素，在研究
生的学习和科研中起着重要作用。

一、导师在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中的主导作用分析
导师伴随着研究生学习生活的始终， 不仅进行知识的传

授，还不失时机地指点迷津，不仅在研究生知识体系的建构上
进行指导， 而且在研究生创新意识的培养上起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

（一）导师是转变研究生学习方式和思维模式的领路人。
在研究生阶段， 学生的思维模式和学习方式的转变对创

新能力的培养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一方面在学习方式上学生
接受的不再是本科阶段的灌输式的教育，而是在导师的指引
下自主学习、开发潜能。 另一方面在思维方式上，导师扮演着
鼓励学生进行批判性思维的角色，对已有的知识要有质疑态
度，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避免形成思维定式。 这种
与 以 前 截 然 不 同 的 学 习 方 式 和 思 维 模 式 的 形 成 需 要 导 师 的
引导。

（二）导师是良好科研环境的创造者。
良好的科研环境是学术创新的保障， 是孕育创新能力的

摇篮。 正如美国心理学家索里和特尔福特认为的那样，创造性
是由主体生活在其中的那种“社会气氛”即“创造环境”培养出
来的［2］。 在良好科研环境的创造中导师起主导作用。 一方面，
如果导师给予学生较大的学术自由， 不用个人的学术观点约
束学生，鼓励学生的个性发展而不墨守成规，则有益于学生新
想法的产生与和谐师生关系的构建。 另一方面，在做科学研究
的过程中，导师起辅助性的指导作用，把握学生研究的大方向
而不做具体的细节规定，给予学生较大的自主权。

（三）导师是为学生传道解惑的指导者。
在研究生学习阶段， 导师是学生专业知识的传授者和解

决疑难困惑的指导者。 除了研究生自主学习知识之外主要是
由导师进行引导，尤其是处在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需要导师
用最前沿的理论指导学生紧跟时代步伐。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也会产生许多困惑，最佳的解决之道就是求助于自己的导师，
师生双方在探讨中擦出智慧的火花。 专业知识的积累是进行
创新的前提，疑难困惑是学术创新道路上必然会遇到的荆棘，
导师的作用不可忽视。

二、限制导师作用发挥的因素分析
尽 管 导 师 在 研 究 生 创 新 能 力 培 养 过 程 中 的 作 用 不 可 替

代，但依旧有一些因素影响导师作用的发挥，一定程度上限制
了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一）生师比失调，影响教育质量。
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负责人， 而导师指导研究生的

数量直接影响培养质量。 因此生师比往往是考察教育质量的

一个重要指标。
表：我国各类研究生与导师之比（%）

注：数据出自《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7—2010》
据有关调查， 最合理的师生比例应该是每名导师每年辅

导2到3名研究生最为适宜［3］。 而据上表显示，尽管我国研究生
的生师比近几年变化不大，都 保 持 在5:1的 状 态，但 依 然 可 见
导师增长的速度远远赶不上研究生招生的速度。 而且在一些
好城市大学的热门专业中，生师比还会更高，北京市的生师比
为18.97%，上海市为16.45%，天津市为7.74%［4］。 一个导师辅导
十多个研究生就会使每个研究生与导师交流的时间和频率大
大减少，甚至一两个月才见一次面，导致导师在研究生学习中
的指导作用受到限制。

（二）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没有被列入教师考核指标体
系之中。

目前高校对教师考核最常用的方法是年度绩效考核，主
要是对教师的教学、科研进行考核。 对于教学考核主要以课时
量为指标，对科研的考核以论文发表的数量为标准。 这种考核
标准促使教师不断追求个人科研方面的成果， 为了发表更多
的文章，有的教师甚至游走于学术诚信的边缘，导致一些教师
急功近利，学风浮躁。 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情况如何并不在
考核教师的指标之中， 使教师没有更多的心思对研究生进行
辅导，往往一些导师敷衍了事，忙于个人的学术研究。

（三）部分研究生学习态度不端，学习动机偏颇。
“教”与“学”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导致研究生创新能

力不强的因素也应从这两方面分析。 而目前高校中就存在这
种现象，一部分研究生并不潜心于学术研究，只是为了获得更
高的文凭，为就业增加筹码。 往往这些研究生对学习研究不感
兴趣，不会主动与导师沟通交流，自然也不会在专业领域内有
所创新。 这种情况下即使导师尽力辅导、科研条件优越，如果
研究生缺乏学习兴趣，态度不端正，高校就很难培养出具有创
新能力的学生。

（四）单一导师制度不能满足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需求。
目前我国大多数学校的研究生从入学到毕业仅师从一位

导师，这便于老师更了解学生的学习程度，也保证了稳定的师
生关系，但这并不利于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多数老师也仅
是对自己领域的理解较深，难以对研究生进行多方位的指导，
学生接受的往往是一家之言，易造成学术上的故步自封。 况且
许多导师都已形成自己固定的思维模式， 又受单一知识结构
的限制，学生无法获得跨领域的辅导，知识面狭小，思考方式
和知识结构很难在专业领域内有所突破。

三、提升导师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的途径分析
研究生的学术创新与导师悉心指导是分不开的， 尽管一

些因素影响了导师原有作用的发挥， 但创新型的研究生还需
由创新型的导师培养， 具体有以下途径提升导师对研究生创
新能力的培养：

影响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导师因素分析

（南开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天津 300071）

王 聪

○ 高教高职研究

157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kdzk201355141&LinkType=TC&Index=1&LKText=%E5%BD%B1%E5%93%8D%E7%A0%94%E7%A9%B6%E7%94%9F%E5%88%9B%E6%96%B0%E8%83%BD%E5%8A%9B%E5%9F%B9%E5%85%BB%E7%9A%84%E5%AF%BC%E5%B8%88%E5%9B%A0%E7%B4%A0%E5%88%86%E6%9E%90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kdzk201355141&LinkType=AC&Index=1&LKText=%E7%8E%8B%E8%81%AA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kdzk201355141&LinkType=OR&Index=1&LKText=%E5%8D%97%E5%BC%80%E5%A4%A7%E5%AD%A6%E9%AB%98%E7%AD%89%E6%95%99%E8%82%B2%E7%A0%94%E7%A9%B6%E6%89%80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kdzk201355141&LinkType=KC&Index=1&LKText=%E7%A0%94%E7%A9%B6%E7%94%9F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kdzk201355141&LinkType=KC&Index=2&LKText=%E5%88%9B%E6%96%B0%E8%83%BD%E5%8A%9B%E5%9F%B9%E5%85%BB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kdzk201355141&LinkType=KC&Index=3&LKText=%E5%AF%BC%E5%B8%88%E5%9B%A0%E7%B4%A0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kdzk201355141&LinkType=RE&Index=1&LKText=%5B1%5D%E5%88%98%E9%9D%99%2C%E8%B5%B5%E7%8F%8A%2E%E5%AF%BC%E5%B8%88%E9%98%9F%E4%BC%8D%E5%BB%BA%E8%AE%BE%E4%B8%8E%E7%A0%94%E7%A9%B6%E7%94%9F%E5%88%9B%E6%96%B0%E8%83%BD%E5%8A%9B%E5%9F%B9%E5%85%BB%5BJ%5D%2E%E4%B8%AD%E5%9B%BD%E7%A7%91%E6%8A%80%E4%BF%A1%E6%81%AF%2C2010%2820%29%3A266%2D267%2E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kdzk201355141&LinkType=RE&Index=2&LKText=%5B2%5D%E6%9D%8E%E9%99%A2%E8%8E%89%2C%E6%AD%A6%E8%8E%89%E5%A8%9C%2E%E5%8F%91%E6%8C%A5%E5%AF%BC%E5%B8%88%E5%9C%A8%E7%A0%94%E7%A9%B6%E7%94%9F%E5%88%9B%E6%96%B0%E6%95%99%E8%82%B2%E4%B8%AD%E7%9A%84%E4%BD%9C%E7%94%A8%5BJ%5D%2E%E6%B8%85%E8%BF%9C%E8%81%8C%E4%B8%9A%E6%8A%80%E6%9C%AF%E5%AD%A6%E9%99%A2%E6%8A%A5%2C2009%2801%29%3A25%2D27%2E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kdzk201355141&LinkType=RE&Index=3&LKText=%5B3%5D%E7%8E%8B%E4%BC%9F%2E%E5%AF%BC%E5%B8%88%E9%98%9F%E4%BC%8D%E5%BB%BA%E8%AE%BE%E4%B8%8E%E7%A0%94%E7%A9%B6%E7%94%9F%E5%88%9B%E6%96%B0%E8%83%BD%E5%8A%9B%E7%9A%84%E5%9F%B9%E5%85%BB%5BJ%5D%2E%E9%BB%84%E5%86%88%E5%B8%88%E8%8C%83%E5%AD%A6%E9%99%A2%E5%AD%A6%E6%8A%A5%2C2007%2804%29%3A131%2D133%2E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kdzk201355141&LinkType=RE&Index=4&LKText=%5B4%5D%E7%A0%94%E7%A9%B6%E7%94%9F%E6%95%99%E8%82%B2%E8%B4%A8%E9%87%8F%E6%8A%A5%E5%91%8A%E7%BC%96%E7%A0%94%E7%BB%84%2E%E4%B8%AD%E5%9B%BD%E7%A0%94%E7%A9%B6%E7%94%9F%E6%95%99%E8%82%B2%E8%B4%A8%E9%87%8F%E5%B9%B4%E5%BA%A6%E6%8A%A5%E5%91%8A%282012%29%5BM%5D%2E%E4%B8%AD%E5%9B%BD%E7%A7%91%E5%AD%A6%E6%8A%80%E6%9C%AF%E5%87%BA%E7%89%88%E7%A4%BE%2C2013%3A58%2D59%2E


2013年第55期周刊

（上接第 157 页） （一）实行导师组的培养方式。
单一导师模式的知识面狭窄， 思维方式单一的弊端已经

制约了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高校为促进研究生的创新，应
实行导师组的培养模式，即由相近学科的导师组成导师组，共
同进行研究生的培养。 各导师可以发挥所长， 相互间取长补
短，弥补单一导师制的不足，研究生不仅能够接受到跨学科的
知识而且不易形成思维定势，研究方向的选择会更广，学生可
以选择感兴趣的方向进行研究学习，以在专业领域有所建树。

（二）加强创新型研究生导师队伍的建设。
创新型导师队伍的建设对于培养创新型研究生具有非常重

要的作用，而目前导师队伍中导师水平参差不齐，思想观念也不
尽相同。 构建创新型导师队伍，首先要更新导师的培养目标，把
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作为评判研究生教育质量的一个首要标
准。 其次，处于知识经济的时代，新理念、新思路层出不穷，导师
应紧跟时代步伐，善于探索新领域，用最前沿的理论对研究生进
行辅导。 最后，高校应积极吸纳国内外优秀的学术人才，同时鼓
励本校教师外出进修，提高教师的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

（三）建立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考核监督体系。

无规矩不成方圆， 一项事业如果不建立相应的考核监督
体系，则很难达到预期的目标，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也不
例外。 目前我国高校缺少专门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考核和监
督，仅是以毕业论文考核研究生的教育质量，这一结果性考核
缺乏对研究生学习过程的评价， 致使一些导师和学生治学态
度松散、敷衍了事。 因此应尽快建立起考核监督体系，对研究
生创新能力的培养程度进行及时的跟踪反馈， 以激发导师和
学生的科研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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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针对大学生在交际过程中存在的“聋
哑”现象及教学过程中存在的普遍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
的具有实际意义的解决方法。

关键词： 大学英语听说教学 “聋哑英语” 教学方法

一、“聋哑英语”现象的成因

1.不当的学习方式是造成“聋哑英语”现象的主要原因。
首 先，学 生 在 听 的 过 程 中 学 习 目 的 不 是 很 明 确，存 在 错

误的理解方式。 其次，学生的文化背景知识不足，理解起来困
难加大。 再次，学生的课后听说练习明显不够。 除此之外，还
有 其 他 非 语 言 因 素 影 响 学 生 听 说 能 力 的 提 高， 比 如 情 感 因
素，包括学生是否有正确的学习动力、良好的心理素质等。

2.传统的教学模式是造成“聋哑英语”现象的关键因素。
第一，教师对所听内容的相关文化背景知识介绍不详细。

教师应在听说训练前为学生提供大量的背景资料帮助学生理
解材料。 第二， 传统的听说教学方法阻碍学生听说能力的提
高。 教师总是把听力材料从头至尾一遍甚至几遍地放给学生
听，然后提问课后问题，再对原文进行翻译、解释，这样便导致
学生听说分离，学习积极性、主动性不高，课堂缺少师生互动，
出现“聋哑英语”。 第三，听说材料的选择十分重要。 有的听说
材料枯燥乏味，远离学生的现实生活，导致学生对听说不感兴
趣，产生厌烦心理。

3.教学设备不完善，课程设置不合理。
有 些 学 校 在 对 学 生 进 行 听 说 训 练 上 没 有 给 予 足 够 的 重

视，设置课程时忽略了听说课。 这些客观因素都会间接影响学
生对听说的重视程度和学习态度。

二、解决“聋哑英语”问题的主要方法

1.改进传统的教学模式，听说互促。
听与说是一切语言活动的基础， 二者相互依存、 相互促

进。以往听力教学的不足之处就在于没有让学生充分地说。笔
者在教学中采用听力开始前先预测材料内容的方法， 即在给
出听力材料给予之前让学生猜测，讨论相关的内容，调动学生

的积极性，因而在听时学生比以往投入更多的精力。 听力后的
有效提问也很重要，有的教师只是简单地对答案，这是远远不
够的。 《大学英语听力》（修订本）增加了口头练习部分，为提高
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提供了很好的材料。 比如笔者会在教学
中让学生就所听到的内容进行对话练习或分角色表演等。 总
之，笔者在听力教学中加大学生说和表演的比重，收到了事半
功倍的效果。

对学生不愿开口、怕出错误这一现象，笔者采用多鼓励、
少纠错的方法，多给学生展示自己才能的时间和空间，这有利
于增强学生的自信。 当然，我们在口语训练中对学生错误较多
的地方应适时地给予纠正。

2.加强文化背景知识的积累。
语言与文化是相辅相成的。 在听说练习中增加文化知识

的讲解是十分必要的， 因为许多实际交际中的错误是由于文
化知识欠缺造成的。 笔者在教学实践中注重文化知识的讲解，
使学生学习语言的同时了解该国的文化。 与此同时，增加贴进
学生生活的内容，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3.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提高听说能力。
提高听说能力，仅靠课堂上的训练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

课上精 选 资 料、互 动 交 流 的 同 时，笔 者 还 鼓 励 学 生 课 后 自 我
训练，并为调动学生的积极主动性进行了多种尝试。 如鼓励
学 生 参 加 校 内 外 的“英 语 角”活 动，组 织 学 生 听 英 文 歌 曲，看
英文短篇电影， 并利用课上3~5分钟的时间请同学们上讲台
把自己听到的、看到的、有兴趣的内容与大家分享，这些都提
高了学生对听、说训练的兴趣，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取得
了良好的效果。 学生通过这些活动，扩大了词汇量，增强了语
言 交 流 能 力，这 样 不 仅 有 利 于 语 言 的 学 习，而 且 有 利 于 学 生
以后的长远发展。

要提高学生听说能力，首先要解决教育理念的问题，教师
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教学观念，调动学生的主动性。 教师在教学
中要不断创新，勇于实践，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外语教
学中的“聋哑英语”现象一定会得到改善。

从目前“聋哑英语”现象反思大学英语听说教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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